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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增阳

他是《无佞府》中的苏宏，是《包公
三勘蝴蝶梦》中的包拯，是《火焚绣楼》
中的洪彦龙，也是《艳阳楼》中的高登
……在很多越调经典剧目中，都有着
越调表演艺术家马中太的身影。他的
唱腔苍健豪迈、宽亮纯净，工架威猛稳
重、矫健凌厉，在越调净行艺术中成就
显著。

不久前，马中太举办了收徒仪式，
致力于为演员稀缺的越调净行培养后
备力量，助力越调艺术的传承。近日，
记者采访了马中太，聆听他讲述自己
的艺术道路和感悟。

“我是从豫剧入门的，13 岁就到鄢
陵陶城的民营剧团学戏、唱戏。那时候
年纪小，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靠着嗓
子唱老包（包拯），也唱得有模有样。
1982 年，鄢陵戏校在各乡镇设立考点，
招收学员，我就去参加考试，从 3000 多
名报名者中被选中，成为当时招收的
60 名学员之一。”马中太说，他在戏校
的学习时间很短，很快就被调入鄢陵
县豫剧一团。

“1982 年年底，鄢陵县豫剧一团因
一位老师工作调动，需要有人把他常
演的角色顶上去，我就被选中了。半年
的时间里，我天天学，天天练，每天 5 时
就起来练嗓。当时主要学的有《王莽赶
刘秀》《挑红袍》《秦香莲》等几部戏，主
攻花脸。我记得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
唱的就是《王莽赶刘秀》，演出效果很
好。”马中太说，其后在鄢陵周边演出，
年轻的他不知胆怯，角色塑造得不错，
演出结束后，观众们会要求“让唱老包
那个小孩再出来唱两段”，他就会再登
台清唱上两段。

之后，马中太成为剧团的正式演
员，继续着自己的戏曲演出生涯。从鄢
陵到许昌，从许昌到河南其他地区，再
从河南唱到山西，马中太随着剧团走
南闯北，由于年轻而从不知疲倦，觉得
日 子 过 得 有 滋 有 味 。“那 时 候 我 在 团
里，相较于其他年纪相仿的演员，他们
都还在扛旗，我就已经是舞台上的角
儿了，收入也比他们高，觉得日子过得
不错。在团里，不少老师对我很照顾，
像冯振亭、刘学长两位大哥，在艺术上
对我进行指导，在生活上给我关怀，到
现在我都很感激。”马中太说，在之后
的日子中，他经历了戏曲演出中的第
一次挫折。

“有一年去临汝演出，我和团里的
几位年轻演员只顾着玩儿，没有好好
休息，登台演出的时候，唱得很差，我
自己却不知道。当天演出的时候，台下
的观众不时地鼓掌叫好。但是演出结
束后，我看团长脸色不好，却不知道为
什么。不久之后，团里的一位老师找到
我，跟我说，因为我唱得差，请我们来
的剧院经理很不高兴，下一场的票卖

得不好。我很奇怪，说，台下观众反映
很好呀！这位老师这才告诉我：‘那是
因为你唱得不好，观众在故意叫好、起
哄呢，这叫‘倒好儿’，就是喝倒彩。’我
这才知道害怕了。”马中太说，在此之
前，他登台从来不知道害怕，有戏了就
登 台 。从 这 次 之 后 ，他 知 道 要 尊 重 舞
台、尊重观众，每一次上台前，都会充
分准备，力求以最好的状态演出。

1985 年，许昌戏曲学校招收新学
员，得到消息的马中太还远在山西晋
城演出。他买了当天 22 时的火车票，还
在傍晚参演了一场《秦香莲》。演出结
束后，团里安排人从当地借了辆摩托
车，拉着他直奔火车站。那一年许昌戏
曲学校有 4000 多名报名者，最终录取
了 60 人。一开始招收的是豫剧班和越
调班，最后全部合并为越调班，所有学
员中，只有马中太一个人是唱花脸的。

“当时许昌戏曲学校专长于武戏教
学，指导我们的老师有李万春、刘明坤等
名家。当时我们学的有《三岔口》《艳阳
楼》等本子。那时候，老师们让我们一个
个登台展示，在看过我的表演之后，老师

说我唱得不错，动作也好，眼睛很有神，
所以对我的要求很严。现在想来，老师们
的言传身教，让我学到了很多。”马中太
说，在许昌戏曲学校学习的阶段，他经历
了人生的重大挫折。

“ 千生万旦，一净难求。净行演员
由于嗓音特别，所以难以挑选和培养。
净行的大花脸以唱功为主，首先要有
副好嗓子，才算具备大花脸最基本的
条件。越调净行铜锤花脸与其他戏种
又有区别，唱的是 F 调高四腔，我从豫
剧转到越调上，一开始总是唱不好，不
仅唱不好，嗓子还总是唱哑。1985 年 11
月，在平顶山工作的越调名家李自杰
先生听说许昌戏曲学校有个唱花脸的
年轻人，专门从平顶山来到许昌，花了
半天时间和我聊天儿，鼓励我说：‘越
调净行演员少，一定要坚持下去。这门
艺术的音调高，一定要勤加练习，掌握
住方法。’那次的聊天儿，给了我很大
的鼓舞。”马中太说，之后他每天喊、每
天练，到 1986 年的时候，已经基本适应
了唱腔，《包公三勘蝴蝶梦》这样的戏
已经基本能唱下来了。

之后的三年里，马中太在许昌戏
曲学校接受了专业的训练，收获很大，
也掌握了越调净行的基本要领。1988
年毕业时，同届的学生排演了一部《盘
丝洞》，马中太饰演了蜈蚣精，在排练
时从台上摔下，至今腰部都没有恢复
好。但这部戏在当时演出效果极好，艺
术质量很高，其后的多年间都很有名
气。

1988 年，马中太和同学们从许昌
戏曲学校毕业，随即被各个剧团要走，
马中太被选入许昌市越调剧团，其后
又成为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越调
部的演员。他继承李自杰、宋学文等著
名净行演员的唱腔优长，结合自己的
嗓音特点，探索出极富个性的花脸唱
法，使越调净行唱腔更加苍健豪迈、宽
亮纯净，与其威猛而稳重的表演工架
相辅相成，塑造了如徐延昭、包拯等诸
多人物形象。

“净是戏曲表演主要行当之一，俗
称花脸，常以面部化装——图案化的
脸谱为标志。演员用浓墨重彩来勾画
面部的五官，同时根据人物在人们心

中的形象和地位画出不同的图案。净
行的脸谱化是中国文化在戏曲表演中
的历史积淀，是戏曲非常宝贵的特色
符号。净行的大花脸是以唱功为主，有
副好嗓子才能具备大花脸最基本的条
件，这副好嗓子又称铜锤或黑头。大花
脸的唱念做派雄厚凝重，要求有较高
水平，讲究念白铿锵有力、吐字清晰，
唱腔嗓音发挥自如、字正腔圆、高亢明
朗、气大腔壮、行腔奔放、高而不炸、低
而不瘪、婉转流畅，突出人物性格，才
不 愧 为 大 花 脸 。例 如 我 在《狸 猫 换 太
子》和《秦香莲》中饰演的包拯，以铁面
无私、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忧国忧民
而闻名天下，是人们心中的大清官形
象。所以人物的呈现是严肃端庄的，表
演是稳重大方的，举手投足或身段处
理必须体现出人物的特色，一张一弛
都要有充足的理论依据；每一句唱词
和每一句念白，必须字字到位，使观众
听清楚，更重要的是把人物的内心世
界和性格体现出来。”马中太说。

之后的多年间，马中太在越调净
行中摸索前行，经历着摸索、提升、收
放自如等不同阶段，也取得了不小的
成绩。 2003 年，他在《艳阳楼》中饰高
登，在全国“国花杯”戏剧大赛中获优
秀表演奖；2007 年在《狸猫换太子》中
饰包拯，在河南省第三届黄河戏剧奖
评选中获净行一等奖；2008 年在河南
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评选中荣获“五个一工程奖”；2008
年 12 月在《无佞府》中饰苏宏，在河南
省第十一届戏剧大赛中荣获河南文华
表演奖一等奖；2015 年 2 月在《掉印》中
饰丁世显，在第六届黄河戏剧奖大赛
中荣获表演奖一等奖……

如今的马中太，已经成为国家一
级演员，在越调艺术界也有着自己的
名望。但他依旧保持着学习的心态，一
有时间，就会到其他地区看一看戏曲
演出，和不同剧种的净行演员交流。在
不断演出之外，马中太还总结演出经
验，整理越调净行艺术的有关资料，力
求为后来者提供一定的借鉴。他还积
极发现和指导优秀青年演员，为他们
的发展提供便利。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传统戏曲
事业的发展，作为文艺工作者，我觉得
自己有义务和责任为越调艺术的发展
助力。”马中太说，他在随许昌市戏曲
艺术发展中心不断演出的同时，也会
在该中心的组织下，广泛参与戏曲进
学校、进社区等公益活动，并在大中专
院校和中小学举办戏曲讲座，传播戏
曲文化。

登台演出、整理资料、参与公益活
动 、教 徒 授 艺 ，回 望 数 十 年 的 戏 曲 之
路，马中太依旧保持着对戏曲艺术的
热情，也不断弘扬和传播着越调净行
艺术。少年时期就深植心中的戏曲梦
早已开花结果，并影响着更多的人。

千生万旦一净难
——访越调表演艺术家马中太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日前，国
家文物局向社会推介 100 项 2020 年
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我市中原
农耕文化博物馆“脱贫谢党恩·小康
忆农耕”主题展览入选推介名单。

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由许昌学
院于 2010 年创建，是国内较早创建
的区域性、系统化、全景式的农耕文
化主题博物馆。中原农耕文化博物
馆藏有展品 3500 多件（套），设有 18
个室内展厅 22 个部分，室外设“传统
文化园”图片展区，藏有数千幅传统

农耕时代的老照片和大量图书、账
册、视频等资料。中原农耕文化博物
馆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和主题优势，
紧扣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热点，
策划举办了“脱贫谢党恩·小康忆农
耕”主题展览。展览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 17 个展厅的器物展览，二是在
室外“传统文化园”展出的大型图片
展，内容共分“追忆农耕”“莫忘乡愁”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享小康”
等五大版块，共 166 版，展出 500 多幅
该馆特聘摄影家的原创照片。

据了解，本次推介的 100 项展

览内容涵盖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脱贫攻坚奔小康、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家风家训、民族民俗、红
色基因传承等主题，既有多馆联合
举办的大手笔制作，也有独立策划
的 小 成 本 精 品 ， 覆 盖 全 国 31 个 省

（自治区、直辖市）。办展单位除文
物系统所属博物馆外，还有不少是
行业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包含
了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等不
同层级博物馆，是全国博物馆优秀
展览的一次集中展示。

我市主题展览入选

国家文物局主题展览推介名单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为进一步丰富基
层群众文化生活，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加快我市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结合许昌市千人培训计划实施方案和许
昌市 2020 年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活动方案，
日前，“家乡因你更精彩”2020 年河南省文化
志愿服务乡村行——许昌市文化志愿服务
乡村行活动在全市多地启动。

据了解，“家乡因你更精彩”2020 年河南
省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通过持续开展文化
志愿服务进乡村活动，不断推动志愿服务活
动常态化；通过组织开展系列公益性文化服
务活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此次活动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许昌市文化
志愿服务办公室和各县（市、区）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文化志愿服务办公室承办。禹州市
启动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同绘村画”活动，
鄢陵县启动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擂动村
戏”活动，长葛市启动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

“共享春晚”活动，襄城县启动文化志愿服务
乡村行“寻找村宝”活动，加强和规范文化志
愿者队伍建设和管理，健全文化志愿服务运
行机制，通过开展“擂动村戏”“同绘村画”

“共享春晚”“寻找村宝”等文化志愿活动，助
力乡村文化振兴。

许昌市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活动组织
广大文化志愿者陆续走入乡（镇、街道办事
处），动员和组织广大文化志愿者和文化服
务团队深入广大农村，为广大群众提供参与
文化建设的广阔平台，指导、辅导广大农民
朋友，用各种文艺形式反映新时代美丽乡村
新面貌，展现新时代农民新形象，进一步激
发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家乡、热爱家乡文化的
浓厚情感，进一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家
乡的干事创业激情。

我市启动

文化志愿服务

乡村行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日前，许昌图书馆
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相继走进魏都区高
桥营街道办事处刘铁庄社区和襄城县麦岭
镇半截楼村，开展“文化暖心，阅读推广到你
身边”阅读志愿服务活动和“支援贫困乡村，
助力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活动。

许昌图书馆少儿阅览室携手刘铁庄社
区，联合开展“文化暖心，阅读推广到你身
边”阅读志愿服务活动，为刘铁庄社区的孩
子们送去了一场生动有趣的读书分享会。
许昌图书馆的志愿者通过分享精彩的绘本
故事、带领孩子们制作手绘书签以及向孩子
们赠送小礼物等形式，为暑假里的孩子们送
上了精美的文化食粮，推动公共文化惠及全
民，引领孩子们学会阅读、爱上阅读，让图书
真正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许昌图书馆的志愿者还深入帮扶村襄
城县麦岭镇半截楼村，开展了“支援贫困乡
村，助力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活动。在了解
到半截楼村文化基础薄弱、村图书室缺口较
大的问题后，许昌图书馆的志愿者带着 600
余册文学类、教育类、名人传记类图书，向当
地图书室捐赠爱心图书，助力文化扶贫，让
渴望学习养殖等现代农业技术的农民看上
了想看的书籍，让农民朋友们在看书学习中
了解政策、掌握技能、增收致富。活动中，许
昌图书馆的志愿者还对半截楼村图书室的
管理人员进行了业务指导。

许昌图书馆

开展文化志愿

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为让更多
群众享受到便捷、智能、高效、均等的
公共文化服务，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
后一公里”，日前，我市启用的大型图
书流动服务车相继来到禹州市神垕镇
和鸿畅镇李金寨村、建安区桂村乡桂
西村和周胡村、魏都区西关街道办事
处和丁庄街道办事处、鄢陵县大马镇、
长葛市后河镇等地，把种类繁多的图
书送到老百姓“家门口”，为基层群众
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据了解，该图书流动服务车是我
省第一辆 12 米长的大型图书流动服
务车。车上载有的图书资源包括纸质
图书 3000 册、期刊 100 种；电子资源包
含 epub 格 式 电 子 书 1 万 册 、期 刊 500
种、有声内容 2 万集，资源实时更新。
该车备配有党政类、文学类、心理学
类、养生保健类、经济类、少儿类读物
等，俨然一座小型的“图书馆”。流动
服 务 车 内 配 备 了 馆 员 工 作 站 、无 线
Wi-Fi 网络、空调、饮水机、视频显示
屏等设备。服务项目包括：借阅证注

册、书目查询、图书借还、书刊和电子
文献阅览、下载。车上采用无线上网
技术实现市区及各县（市、区）图书馆
数据互联互通，读者在车上不仅可以
免费阅览图书，还可以办理读者证、用
支付宝免押金借阅图书、用微信绑定
读者证借阅图书，实现通借通还。

作为我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
一项重要举措，图书流动服务车主要
为远离公共图书馆和不便使用公共图
书馆的读者提供定时、定点服务。图
书流动服务车还承担综合服务功能，
配合我市重大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
形式的主题活动。接下来，这辆图书
流动服务车将深入基层、服务乡村，每
年在各县（市、区）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280 场 以 上 ，把 图 书 送 到 群 众“ 家 门
口”，打通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图书流动服务车

把书送到“家门口”

暑假里，环境舒适的图书馆成了市民特别是学生消夏纳凉的好去处。图为
近日在许昌图书馆内，孩子们或端坐在书桌前，或站在书架边，认真翻阅着自己
感兴趣的图书，让书香浸润自己的童年。 寇旭静 摄

近年来，古筝作为民族乐器成了市民学习乐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特别是暑假期间，出现了
学习古筝的热潮。图为近日小学员在悟真艺术教育学习古筝。 寇旭静 摄

▲马中太（左一）指导小
演员。（资料图片）

◀马中太在《狸猫换太
子》中饰演包拯。（资料图片）

▶马中太在《艳阳楼》中
饰演高登。（资料图片）


